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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
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
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
它通过对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
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
同情，对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
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姑娘，对生活和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
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
卡秋莎3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
卡秋莎满16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
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
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
。
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母家，在那里住了四天，临走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
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怀孕后她已无法再待在老姑娘家里，只好单身跑出来，先是在警察局长家做用人，受到这个警察老流
氓的调戏。
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又被林务官强暴。
她处处被侮辱，不断被抛弃，最终沦为妓女。
在七年被蹂躏、被践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烟和酗酒来打发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
最后，在一桩人命案中她被诬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
要把土地交给农民。
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
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
没想到，冤家路窄，竟在法庭上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
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的那种“我没罪，我没罪啊!”的绝望叫喊
，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
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
一罪人。
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
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用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
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入里。
首先是在法庭上他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
接着是对法庭及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
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
这一切均说明涅赫留多夫对事物的观点已发生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这时他对社会
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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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恶和对整个劳动
阶层的爱，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在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即从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平进而领会到它是整个社会不公平和整个
社会充满罪恶的根源。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涅赫留多夫从贵族阶级的立场转到了广大的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
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
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把她当做泄欲和赚钱的工具。
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
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钱要物。
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
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
苦水全部吐出来，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
上帝，上帝是什么?你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
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这里来。
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
，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
而当涅赫留多夫的第三次探监时，卡秋莎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她发生
了对她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
”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特别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
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监狱里的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
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
于是在炎热的七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
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中，卡秋莎认识了跟她同路的政治犯西蒙松。
西蒙松对她非常尊重和体贴。
在西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
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最后与西蒙松结合了。
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
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在自己的晚期
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
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整个现
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
义力量鞭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
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
，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
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
沙皇专制制度及整个官僚阶层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作了最彻底的决裂
；另一方面他又劝说和要求被压迫者不要反抗，要饶恕自己的敌人，去爱那些压迫者。
显然，托尔斯泰创作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是由俄国宗法制这一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托尔斯泰开出的这种“救世良方”虽然是糊涂的、错误的，
但就作家的本意而言却也是真诚的。
他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而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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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
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
”其实，一般地说，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性的作家，并不一定要去“开药方”、“指出路”。
作家往往是很难胜任这种任务的，人们也不应该对作家提出这种苛求。
诚如恩格斯指出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
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
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马恩全集》第36卷第3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复活》之所以优秀，之所以不朽，不在于作者
所开的那份“救世良方”，而在于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作为杰出的艺术巨匠，托尔斯泰的创作有三大特点：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卓越的心理描写，非凡的
艺术表现力。
这三大特点在《复活》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首先，就其社会批判的深度、人物描写的广度和艺术表现的力度而言，这部作品都无疑达到了最高峰
，它给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生活的全景画面，实际上可以说它是19世纪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总结。
同样，作者的心理描写手法在《复活》中也运用得更加灵活和娴熟了。
随着社会矛盾冲突的加速和尖锐化，托尔斯泰在深入人物的心理冲突时，更加注意了快节奏的内心活
动和跳跃性的心理转换，塑造了各种既具有时代特征又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深刻而真实
地再现了活动在那个日益激荡的灰色时代的各种舞台上的众生相。
在语言方面，这部作品也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语言简朴、形象鲜明是伟人作家的一贯的创作风格。
在《复活》中不仅主要人物卡秋莎和涅赫留多夫的形象像浮雕一样，鲜明、突出，其他几十个次要人
物的形象也个个历历在目，令人不能忘怀。
诚如高尔基所言，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最大的优点之一，——那就是感光板，描写得惊人的浮雕。
当你读他的作品时，——我不夸大，我说个人的印象，——他刻画的形象巧妙到这样的程度，你会感
觉到仿佛他的主人公的肉体的存在；他仿佛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想用手指去触摸他”。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再也没有人比高尔基说得更好更中肯了。
李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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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
它通过对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
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
同情，对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
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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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小说
家之一。
生于图拉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童年时失去父母。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51年，他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托尔斯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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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一　　集中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极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
头砸进土里，叫它草木不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个干净；用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砍伐树木，赶走所
有的鸟兽。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论在林阴道上，还是石板缝里，
凡是青草没有被除尽的地方，到处都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显出勃勃生机。
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家雀和鸽子
，随着春天的来临，欢快地开始筑巢建窝，就连墙边的苍蝇，也在温暖的阳光下嗡嗡嗜嘈地飞舞起来
。
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以及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
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相互倾轧。
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赐予的世间的美，即那
个能引向和平、和谐和爱的美。
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正因为这样，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享用的那种
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
它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9时之前，务必把在押的受过侦讯的三个犯人——一男二女，解送法院受审
。
两名妇女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
今天，4月28日上午8时，看守长根据这道命令，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一起走进走廊
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饰带。
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
”她问道，同值班看守走近一间门朝走廊开着的牢房前。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
看守吆喝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
”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从田野里吹来的新鲜的、使人清爽愉快的空气，而这走廊里的空
气却是令人难于忍受，里面充满伤寒病菌，充满着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
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
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臭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还有这种感觉。
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全身困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的声音和光脚的走路声。
　　“喂，听见没有，玛斯洛娃，快点儿，别磨蹭了！
”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了出来，很快地转过身子
，在看守旁边站住。
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
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要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
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
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
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
特别是由于这张脸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十分精神，其中
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
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稍稍昂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然后停下来，做出
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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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长正要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满是皱纹的苍白而又严厉的脸
来。
老太婆要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便缩了回去。
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笑声。
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
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
”　　“好歹有个结论也比现在强，”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
“走，跟我来！
”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
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
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闹的男牢房。
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口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
后来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
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
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
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坎，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
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
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
”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
有点放心。
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
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
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
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
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
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
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
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扰它们。
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
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
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
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
女农奴在乡下跟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
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
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
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
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
他们都是洗过礼后，不给喂奶而死去的。
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
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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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
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
老姑娘既为奶油的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
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
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怜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
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
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
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
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洗了礼；而姐姐玛丽
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
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
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
要责罚她，甚至打她。
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
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
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
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
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的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
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
卡秋莎竟暗自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
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
秋莎。
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
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
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
是五十岁的老头，还是对她纠缠不休。
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账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
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
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
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
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
卡秋莎分娩很顺利。
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
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里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
卢布是诱奸者给她的。
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身边只剩下六个卢布了。
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
她支给接生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的费用是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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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制衣服、送礼用掉的。
这样，在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已两手空空了。
因此必须去找工作。
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
这个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
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
支使她。
终于等到了时机，占有了她。
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
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
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
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
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
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生活不错，现在主顾都跑了，便酗起酒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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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想藏书-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
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
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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